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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成立于 1967 年 8 月 8 日， 拥有十个成员

国，即：印尼、新加 坡、泰国、菲 律 宾、马 来 西 亚、文

莱、缅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一个以政治、经济

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 2002 年 11 月， 中国与东盟

10 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提出了加强中国与东盟在经济、贸易和投资方面的

合作，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到 2010 年

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

区，也是世界经济格局中极具生长价值的新兴经济

体系。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广西带来 了千载难

逢的机遇，也对其物流业带来了竞争性挑战。 广西

的物流业起步比较晚，现代物流的理念和体系还没

有建立，供应链基础薄弱，如果不进行物流战略的

调整，就不能担当中国与东盟物流枢纽的重任。 因

此， 必须在战略的高度重建广西物流的发展模式，
将广西在未来的十几年间建成在全国和东南亚有

影响力的现代化物流区域。
一、中国—东盟大物流对广西物流的影响

中 国 与 东 盟 在“10+1”框 架 下，政 治、经 济、社

会、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已全面展开。 中国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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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之间贸易额增速很快，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4—
2007 年国家统计公报计算、整理的数据显示,2004—
2007 年中国与东盟各国进出口总额分别达到 1 058
亿美元、1 303 亿美元、1 608 亿美元和 2 026 亿美元，
年均增长超过 27%。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的突

飞猛进，双方的物流需求量越来越大。 有关专家用

指数趋势模型来描述近十年中国与东盟的物流需

求量,推算出 2010 年中国与东盟的物流需求量达到

3 380 亿美元 [1]。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项目，涉及

工业制造、旅游开发、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农业及

农产品加工、商贸物流、软件与信息服务等产业，为

中国—东盟大物流奠定了雄厚的市场基础。
中国—东盟大物流依赖中国与东盟 两大新兴

经济体，由多国的物流网络和物流通道组成，是中

国西南和东盟国家物流的延伸和进一步扩展，是跨

国界的、流通范围扩大的国际物流。 广西区位优越，
处于中国西南经济圈、华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

交汇点， 在中国—东盟大物流区域居于核心地位。
“十一五” 期间， 广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

10.6%，近几年和东盟的贸易也大幅增长，2007 年达

到 39 亿美元，2008 年有望达到 45 亿美元。 随着中

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拓展，广西物流发展战

略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物流网络和物流通道的建

立要适合区域性国际物流的快速发展的需求，条块

分割、 各自为政的传统性物流企业要向综合性、集

约化的现代物流企业转变，从服务范围狭小、业务

单一的内向型小物流转化成为东盟经济服务的外

向型大物流。 总之，借助中国—东盟大物流的背景，
广西物流业必须改变原来的分散经营、条块分割的

传统方式，走整合发展、产业升级的现代物流之路，
形成适合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大物流。

二、广西物流发展的态势及薄弱环节

2007 年 1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 《服务贸易协

议》， 这是双方在自由贸易框架下签署的第一个服

务贸易协议。 《服务贸易协议》内容包括建筑、运输、
商业服务、环境保护 5 大领域的 26 个部门。 在物流

领域，中国与东盟首先在运输领域的陆海空展开全

面合作，中国向东盟开放航空运输服务和公路运输

服务，东盟国家向中国开放海洋运输服务、航空运

输服务和公路运输服务，在港口、航运等交通物流

建设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广西联结着中国西南、
华南和东盟地区，是中国西南出口东盟的最便捷的

通道。 中国向东盟开放的公路、铁路、港口和航空大

多数集中在广西北部湾区域，这为广西物流产业的

繁荣带来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广西物流业正处于一

个战略性转变阶段，将从封闭式的内陆物流走向开

放式的区域性国际物流，从居于落后西南地区的边

缘物流走向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导性物流，和新

近规划的北部湾经济区一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尽管广西物流是中国新兴经济带中最具成长价

值的区域物流，但现阶段的广西物流总体上还处于

落后、弱小、分散、自发的状态，远远不能满足区域

发展的需要，也不足以支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 广西物流要担当中国—东盟

大物流枢纽的重任， 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需要修

补，主要表现如下：
从发展阶段来看，广西物流整体还处于物流的

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不太平衡，大多数物流企业还

停留在仅仅把物流当做销售、供应的手段，只有极

少部分向综合性物流迈进。 综合物流阶段有两个标

志：其一，有联盟型和合作式的物流体系，实现最终

用户和各层次供应商之间的物流、信息流、商流的

整合；其二，第三方物流在综合物流管理中发挥出

独特的作用，如组织站、港、库、点的交叉与衔接和

产品物流分配、供应合理化以及零售商管理、控制

总库存量等。 广西的物流产业链很短，物流业务层

次低下，没有形成联盟型和一体化的行业或区域物

流体系，自营物流的比重过大，第三方物流发展缓

慢，整体物流业不但不能很好地服务本地区本部门

的经济运作，更不能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

种国际化的经济体系。
从物流理念和物流业务来看，广西物流整体上

还停留在传统物流层面，现代物流的网络和平台还

没有建立，供应链思想和产业还没有形成。 传统物

流（physical distribution）是指 物品由供应 地 向 需 求

地转移过程中发生的运输、储存、包装、流通加工、
配送及信息活动等物流环节的集合，其主体是物品

的运动；现代物流是基于顾客需求而进行的涉及供

应商、生产商、经销商、零售商、消费者等网链结构

的物品与信息的系统流动过程，其主体是顾客的需

求，供应链管理思想就是现代物流的最新拓展。 [2]广

西现有的物流企业大多由传统物流企业改造而成，
长期从事运输、仓储等单一物流服务，组织管理能

力低下，经营方式落后，运作成本高、效率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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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性的物流增值服务。 供应链管理不论在产

业发展上还是理念上，在广西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

环节。 传统物流极大地浪费了本不充足的物流资

源，也不利于资源共享、信息便捷的现代化大物流

的形成。
从物流发展的环境来看，广西经济总量偏小，结

构性矛盾突出，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广

西虽然区位优势明显，但在中国区域经济板块中处

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没有多少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

品，第三产业不发达，商业经营环境即生产要素市

场、物流建设、信用建设、信息市场建设、技术市场

建设仍然薄弱，对外开放程度不够大，严重影响了

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3] 经济规模和结构成为

广西物流在战略上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提升的

最大障碍。
三、广西物流发展战略的选择及战略思路

物流战略（logistics strategy）的广泛使用只是近

几年的事，是指企业或者组织为了适应未来环境的

变化，追求组织的物流可持续发展，就物流发展目

标、物流战略定位、物流服务方向而制定的长远性、
全局性、纲领性的整体规划与谋略。 [4]根据形势的发

展，广西人民政府于 2007 年出台了《广西现代物流

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但这个战略规划只是一个

中期的发展方案，没有考虑到十几年后甚至更远时

间的广西物流战略地位。 此外，规划广西物流战略

必须把东盟大物流环境综合考虑进去，这样的战略

才是可行的。
1．广西物流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适应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

作两个板块和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一个中轴组

成的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
围绕广西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目标，更新现代物流理

念，培育现代物流企业和物流市场，不断提高物流

企业市场竞争力和综合经济实力， 建立立足广西、
面向东盟经济区、服务西南的大物流体系。

2．广西物流发展战略的目标

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和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
在优化物流布局的同时建设区域性物流中心和大

型物流枢纽等基础设施，培育物流服务品牌和有国

际竞争力的物流产业，建立广西—东盟物流信息化

平台，使广西物流体系向规范化、规模化、网络化方

向发展，以社会化、专业化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把

广西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性物流基地。
3．广西物流发展战略的思路

以港口物流为依托，促进中国与大东盟经济圈

的联结与融通；以绿色物流为基调，推进广西社会、
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第三方物流为方

向，推动广西现代物流的形成和发展；以区域物流

园区建设为基础， 提高广西区域性物流的竞争力、
辐射力；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建设广西物流

聚集化趋势下的网络型模式，把广西建设成辐射大

西南、东接珠三角、面向大东盟经济圈的区域性国

际物流中心。
四、中国—东盟大物流背景下广西物流发展战

略的实施

物流战略实施就是把已经制定的物 流战略规

划付诸实践，并把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

预定的目标进行综合比较， 实行物流战略控制，以

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 广西物流战略的制定是基于

中国—东盟大物流环境的，物流战略的实施与控制

也必须放置在这个大前提下全方位规划。
1． 促进广西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和发展，

夯实广西物流产业基础

广西物流战略实施的最大制约因素 是其经济

的规模程度不高，没有形成对周边经济带的磁力效

应与聚集效应，极大地抑制了物流需求与物流基础

的发展。 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中，广西经济属于边

缘化部分，2007 年经济总量只占全国的 2.38%；广

西所属的华南经济圈五省区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的

11.32%；同期广东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12.43%。 邻近

广西和华南经济圈的东盟五国越南、老挝、柬埔寨、
泰国、缅甸经济总量也不足以形成强大的聚集力和

辐射力。
国际经验表明，物流产业和地区 GDP 之间存在

长期协整关系，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有

着互动性。 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物流产业的

发展水平越高，经济水平较高的地方，物流产业也

随之繁荣。 [5]2008 年 1 月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发展规划》， 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定位是

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 商贸基地、
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和支撑西

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打造

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经济区的中国沿海经

济发展第四极。 广西正在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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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了一大批百亿千亿工业项目，“积聚效应”日渐

明显。 随着广西区域经济的增长和西南诸省经济份

量的提高，广西物流的基础会雄厚起来，现代物流

格局会随之形成。
2． 培育和完善具有东盟与广西特色的产业集

群，发展和壮大广西集群式物流产业

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

学认为，经济无限增长积聚和经济地理研究中的积

聚现象有着依存关联，这种理论后来扩展到区域物

流系统的构建中，揭示了物流发展和区域产业集群

的相依相从关系。 [6]从沿海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来

看，产业集群发展对区域物流具有推动作用，而区

域物流发展又能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然而，广西

几乎没有形成影响力巨大的产业集群和与其相配

套的集群式物流。
经过几十年的投入和积累, 广西初步形成了自

己的产业格局,其支柱产业有汽车机械、有色金属、
石油化工、钢铁锰业、水利电力、造纸制糖、食品加

工、绿色农业、文化旅游等。 但这些产业放置在中国

大经济圈中考察，其规模效应太小，供应链条太短，
增值环节太少，缺乏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核心企

业，几乎形不成积聚力与辐射力较强的产业集群和

物流供应网链结构。
（1）促进传统产业转向以技术创新为纽带的现

代集群式产业，奠定集群式物流产业基础。 广西的

有色金属、汽车等七大传统支柱产业必须以提升核

心企业的技术含量为重心，延伸上游供应链和以高

新技术为龙头的下游深加工消费链，形成有区域特

色的、有巨大附加值效应的产业集群。
（2）与东盟联动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和集群式物

流产业。 东盟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前景广阔，与中国

经济的融通日趋明显。 广西要趁机链接东盟国家的

产业资源，在北部湾经济区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产业集群，如绿色农业产业集群、生物产业集群（如

木薯燃料乙醇、生物柴油、成型复合燃料等生物能

源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外贸加工产业集群

等。 每一个产业集群形成一个集群式物流产业，所

有的集群式物流产业可以联结成一个功能齐全、全

方位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物流大平台、信

息大体系、物流大产业。
3.完善面向东盟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广西基本构建了面向东盟、连接国内，包括

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在内的比较完善的物流设

施网络。 2007 年底，广西铁路营运里程 2 750 公里，
高速公路 1 879 公里； 沿海港口与世界 220 多个主

要港口有贸易往来，吞吐量达 7 190 多万吨；开通了

168 条国内内陆航线和广西境内支线航线。 广西的

物流基础设施虽然粗具规模,但基础设施水平不高、
经营粗放，与东盟和国内的物流交通网络没有融会

贯通,和东盟国家及国内的贸易往来极不方便，物流

成本太高，服务质量低下，制约了广西经济与物流

的发展。
（1）构筑以广西与东盟邻近国家为中心的贯通

东西、北进南下的陆海空国际物流大通道体系。 物

流通道是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是联系物流结

点、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的纽带，公路、铁路、航运、
水运是物流通道的主要运输方式。 为了扭转广西长

期边缘化的交通地位，广西提出了以南宁综合交通

枢 纽 为 中 心，以 海 港、空 港 为 龙 头，以 泛 北 部 湾 海

上、南宁—新加坡陆路为主轴，以广西通往广东、湖

南、贵州、云南方向运输通道为主线的国际通道体

系。 铁路方面，有 16 个项目将陆续动工，包括南广

铁路、贵广铁路、北部湾沿海铁路、柳肇铁路、湘桂

铁路扩能等；公路方面，到 2012 年，可建成 14 条通

往周边国家和贵州、云南、湖南、广东等地的高速公

路；在水运方面，实施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沿海

港口联动的整体计划，连接云南、贵州、广东与广西

的内河运输高等级航道， 将其与北部湾经济区北

海、钦 州、防 城 三 大 出 海 港 口 对 接，建 立 西 南 物 流

“通江出海”的立体水运交通网络；航空方面，加大

机场扩能改造，把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国际枢纽机

场。 2007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会同铁道、
民航等部门起草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交通

合作战略规划》（草案）， 中国—东盟将规划形成国

际运输大通道的交通战略布局。 这个战略布局中，
广西的作用极其重要。 广西有东兴、水口、友谊关三

个通向东盟的国家一级公路口岸，有通过凭祥的东

南亚最大的出边通道，有以三大港口为龙头的出海

大通道。 通过物流通道的建设，可以把广西变为连

接东盟的“国际枢纽”。
（2）围绕交通枢纽、中心城市、沿海港口和产业

集群合理布局和谐有序的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 物

流园区和物流中心是物流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根据

《广西现代物流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重点建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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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柳 州、沿 海 港 口 城 市 和 边 境 物 流 园 区，建 设 桂

林、梧州、玉林、百色、河池、贵港、贺州、来宾等城市

物流中心， 结合物流通道等物流体系支撑系统，共

同构成广西现代物流基础设施系统的基本布局框

架。 南宁物流园区的目标是，发挥南宁在广西经济、
信息、商贸中心和西南出海通道重要枢纽以及作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重要门户的作用，建设功能

齐备的区域性综合物流枢纽。 沿海港口物流园区则

是中国—东盟海上走廊的重要枢纽，也是泛北部湾

地区重要航运中心的港口，要把防城港、钦州港、北

海港建设成为各具功能且分工合理的物流作业区。
边境物流园区要紧紧围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建立对物流的国际需求，结合边境经贸加工基地的

建设，以进出口货物分装、加工、配送服务为基础。
4.搭建广西与东盟大物流信息平台，利用信息

化网络整合物流资源

建设中国与东盟“大物流”格局，实现区域物流

资源共享，减少物流总支出、降低运营成本，需要一

个功能完善、高效经济的物流信息平台。 广西只有少

数物流企业建立了物流信息管理系统，而且因设计

或者运作标准的问题，使用的效率不高，与外界不

能实现信息共享，并且公共物流信息平台也没有形

成，许多“信息孤岛”阻碍着现代化大物流的推进。
（1）公共物流信息平台。 利用各级政府的电子

政务系统以及公共信息系统， 整合相关物流信息，
建立统一、标准、真实、准确，为物流企业服务的开

放性的公共物流信息平台。 到 2010 年将全面展开

广西所有城市的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建设，与周边省

份和东盟主要国家实现物流信息资源的共享，为中

国与东盟大物流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2）专业物流信息系统。 根据物流园区和重要

物流节点发展趋势，建立分类、分部门、分行业、分

产业、分层次的专业物流信息系统，鼓励重点物流

企业完善物流信息系统建设。 到 2010 年，实现全区

主要物流园区与中心城市及重点物流企业物流信

息网络的互联互通。
5． 推进传统物流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变，培

育能从事国际物流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大型供应链

物流企业

广西的物流企业大多是传统物流企业，只能从

事储运等单一的物流服务，不能从事配送、流通加

工、物流系统设计和供应链管理等增值服务。 要通

过组织管理、经营方式等方面的转型，更新管理理

念；要通过兼并、重组等措施，加快传统物流企业要

素的整合；同时，利用现代物流信息技术和物流管

理信息平台，促进传统物流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

变。 应该建立几家大型的专业化、专门化现代物流

企业，一方面为东盟贸易区进行物流服务，另一方

面也可以有效抗衡国外物流公司对东盟物流格局

的冲击。
6．加快中国—东盟物流“大通关”体系建设，把

广西打造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
口岸是连接东盟贸易和物流的直接通道，中国与

东盟的大通关体系有赖于广西口岸基础设施建设

和口岸通关效率。 因此，要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海

关、检验检疫、边防检查、海事、外事等口岸基础配

套设施，建设广西电子口岸平台，完善口岸物流运

作环境，增强口岸物流处理能力。 在边境口岸方面，
完成东兴、友谊关、水口、龙邦 4 个陆路一类口岸和

凭祥铁路一类口岸设施建设，重点完成凭祥、东兴

口岸设施和物流设施建设。 在沿海口岸方面，建设

好防城港、北海港、钦州港三个一类海港口岸，建设

联检楼、验货场、电子通关等设施，使面向东盟的港

口物流成为北部湾经济区的最大亮点。 在空港口岸

方面，建设南宁、桂林、北海三个一类空港口岸，使

东盟与广西的空港物流形成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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